
改革与探索

积极探索建立激励和钓．束机制的新路子
      全面推行资产径营责任制

何仁明

    今年六月，湖北地勘局召开了资产经营
责任制会议，同时决定：“九五”期间，在全局
范围内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并加以实施，这
预示着我局在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方面又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了使大家对资产经营责
任制有所了解，笔者试图结合承包责任制的
发展过程，对我局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具体操
作作一介绍和简要分析。

    一、传统的承包责任制存在的利和弊
    自1986年首次作出了实行承包经营的
决定以来，我局在承包的道路上已走过了十
个年头，十年来，我们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和发展，通过
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了我局地矿经济的
发展。根据承包形式和内容的变化，我局在
责任制方面主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内部经济责任制阶段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获得巨．大成
功，我局各地勘单位不同形式的内部经济责
任制也随之兴起，对当时地勘单位经济发展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那种纯计划经
济管理的模式下，局往往以年度地质工作计
划完成情况的好坏作为激励和约束地勘单位
的主要形式，其目的主要是采用追加和调减
国拨地质勘探费以及晋升职工工资的办法来
实现。在地勘单位内部，均采取经济责任制
形式，将局下达的各项计划指标层层分解、层
层落实到分队、机、组和个人。从总体上看，
局与地勘单位的经济关系不十分明显，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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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作为局机关的附属物，政企不分，单位性
质模糊，从而不能做到经营权和所有权适当
分离。地勘单位的一切经营生产活动由局总
缆。

      第二阶段：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
    1988年和1989年，局相继出台了《湖北
省地质矿产局地质勘查单位承包经营责任制
实施细则》和《湖北地矿局关于地勘单位承包
经营合同执行情况的考核办法》等改革文件，
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当时的承包经营
责任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
上，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通
过承包合同，确定国家（局）与地勘单位的经
济契约关系，使地勘单位做到自主经营、自主
管理，逐步做到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
与上一阶段相比，承包经营责任制又向前跨
进了一步，主要体现在：

     1．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作为承包
经营的原则首次提出来，使局与地勘单位之
间的经济关系渐渐明朗化，且国有资产的一
部分一一固定资产增值作为承包指标进行考
核。

    2用合同的形式来确定局与地勘单位之
间的责、权、利关系，经过公证，双方处在平等
的位置，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法律责任。并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审计，由审计机构组织审
计与监督。

    3．要求地勘单位做到自主经营、自主管
理，逐步做到自负盈亏，是对当时“个人吃集
体的大锅饭，集体吃国家的大锅饭”现状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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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的冲击，这样，地勘单位初具企业雏形。
      承包经营责任制虽然不是最好的责任
  制，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取代它，这是在承
  包经营责任制实施中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后理
  论界普遍提出的看法，我局在承包经营责任
  制实施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急待解决：
  首先，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
  主要体现在把利润作为最主要的承包指标，
  致使有些单位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拼设备、
  拼仪器，忽视技术改造和更新，利润的形成往
  往建立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之上，经营者
  的短期行为无法克服；同时，在实行旧的财务
  会计制度情况下，利润的60％分别转入职工
  奖励和职工福利基金，“分光、吃光”的短期行
  为时有发生，而作为所有者一一国家的资产
  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这样经营权在某种程度
  上侵害了所有权。其次，在指标的核定上大
  多采用简单的水平法，导致“鞭打快牛”，挫伤
  了部分地勘单位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阶段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换
地质勘查单位经营机制，强化地勘单位对国
有资产经营的经济责任。1993年我局正式
颁布了《湖北省地矿局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
实施办法》，预示着我局在责任制方面又步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
的焦点一一资产，首次被表现出来。

    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是按照两权分离
的原则，要求经营者的全部行为与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挂钩，通过签订承包合同，以资产
关系处理利益关系，确定国家与地勘单位双
向责、权、利的责任制形式。资产经营承包责
任制中把资产关系提出来是本次责任制不同
于以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重要标志，也让双
方很清醒地意识到：资产是局与地勘单位经
济联系的纽带，资产关系是处理其他经济关
系的基础和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矿局
代表国家把资产交付地勘单位经营，地矿局
处在所有者的位置，行使所有权，地勘单位代

  表经营者的利益，拥有经营权。
     1993年至1995五年三年资产经营承包
  责任制实施的效果是好的，在一定意义上发
  挥了激励和约束的作用，通过对十八个资产
  经营承包单位年度考核，以现行价格计算，主
  要指标完成情况：

     1．资产增值：全局三年平均每年实现资
  产增值2116.98万元，是承包前一九九二年
 709.06万元的3倍；

      2．节约与净收益：全局三年平均每年实
  现节约与净收益2793． 05万元，是承包前
 1992年1146.36万元的2.44倍；

     3．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局三年平均每年
  实现全员劳动生产率9208元／人年，是承包
  前1992年5096元／人年的1.8倍；

     4．上交局节约与净收益：1993年上交局
154万元，1994年上交局172万元，1995年
上交局192万元，平均逐年递增11.7%a

    作为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局
是领先了一步。“八五”期间，武汉市所属国
营企业仍推行的是经营承包责任制，只到今
年才改为资产经营责任制。而我局在1993
年已开始实行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其内容
与武汉市目前的责任制基本相似，均以资产
保值增值为主要指标。通过三年的实施和考
核，我局的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也存在一些
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考核指标较繁杂，形成了一个包罗万
象的多指标考核体系，主要包括：地勘工作任
务，稳定转产人数，期末职工人数，全员劳动
生产率，安全生产，质量等等，突出不了资产
承包这个主题。有些指标的来龙去脉只有少
数参与制定者清楚，透明度和大众化程度较
低。

    2．采用全局人均节约与净收益水平确定
主承包人奖金额的多少，从一定意义上讲，可
以考核一个单位的横向发展水平，但由于地
勘单位的现状不同，起点不同，所从事的产业
不同，从而又顾及不到二个单位的纵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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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和总规模。

    3．在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中，仍保留了
过去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承包合同，这种保留
有点不伦不类的嫌疑，作为承包合同，地勘单
位可签可不签，这是由合同的性质决定的，但
作为占有了国有资产，地勘单位应负保值增
值的责任，这个合同就得非签不可，这样导致
了承包合同和资产经营责任制本身的相互冲
突。

      二、目前我局推行的资产经营责任制主
  要依据、特点和指标测算确定的方法、原则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实施
  办法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我们必须
在原实施办法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完善。所

  以，局及时召开了这次会议，研究和部署新一
轮资产经营责任制工作，这次会议的召开，预
示着我局推行责任制的第四阶段一一资产经
营责任制阶段的到来。

     1．制定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主要依据
      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目前推行的资
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仍以局原1993年印
发的《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实施办法》为基
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参照了部《地质矿产部
门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暂行办法》和《地质矿
产部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尚’
未正式出台）以及武汉市最近出台的资产经
营责任制办法。在起草过程中，主要按下列
原则把握：

    (1)、把“保障所有权、落实经营权”作为实
施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出发点，并把这种思想
贯穿到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的全过程。

    (2)、办法中所提到的生产经营是以国有
资产不流失为前提，并使其不断保值增值，始
终保持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3)、责任制力求调动经营者和劳动者的
生产积极性，发挥资产的最佳效用，同时，还
要与“九五”计划挂钩，确保“九五”目标的顺
利实现。

    (4)、坚持“重奖轻罚”的原则，用高奖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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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高效益，让激励机制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主要特点

      起草《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时，我
  们始终把“高起点、先进性、规范化”作为全文
  的指导思想，总的来看，与1993年局颁布的
  （湖北省地矿局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实施办
  法）相比，目前推行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具有如
  下特点和不同之处：

     (1)、实施范围有所不同，原来只对十八个
  地勘单位实行了资产经营承包，这些单位是
  按单位经营性质确定的，对行政、事业单位，
  采取自愿的原则，愿意承包的，也可实行承包
  责任制；按新一轮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
要求，剖二土四个（局物管处所属物资供销

  公司等单位因产权关系未理顺，暂不实行）单
  位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这些单位是以占用
  国有资产确定的；

         （2）奖励力度有所加大，体现“重奖轻罚”
的原则。

      (3)指标体系有所规范。1993年的资产
经营承包责任制，我们建立的是一套包罗万
象的多指标考核体系，包括资产增值，国家指
令性地勘工作任务，稳定转产人数，期末职工
人数，节约与净收益、定额上交局，全员劳动
生产率，质量和安全等。新一轮资产经营责
任制中，我们把它规范为综合经营效益指标
体系，综合经营效益指标由人均生产增加值、
人均总产值和净资产利润率三个指标组成，
并按照各自意义的大小分别以3:2:5的比重
组成单位的综合经营效益。

    似）资产经营责任制签定方式有所改变，
原来是资产经营承包合同，原则上可签可不
签，现在是资产经营责任书，非签不可；原来
的单位法定代表人称为主承包人，现在改叫
经营责任者；

    (5）节约与收益上交方式不同，原来是定
额上交局节约与净收益，在承包合同中一定
三年不变；现在是按资产的一定比例上交资
产占用费，以每年年初净资产实际数为基数



＜湖北地矿经济》1996年第4期

  计提并按时上交；

        (6）奖罚的系数确定不同，原来是以节约
  与净收益占全局平均水平的比例确定，现在
  是以资产规模的大小确定，资产规模越大，奖
  罚的额度越多，反之则相应减少。这样，一方
  面可体现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这个主题，另一
  方面，体现了资产规模的大小决定着经营风
  险和责任大小这一原则，同时，可刺激经营责
  任者不断增值，加大国有资产规模，上档次。

       3．资产经营责任制指标刚算和确定
      这次测算工作涉及面广，数据量大，再加
  上新旧财务会计制度正在转换之中，为此，局
  采取抓重点的方法，从资产增值指标入手，收
  集与之相关的数据资料，利用现代化工具一
  一计算机进行数据的计算和处理。这次测算
  的主要方法是：对1993年至1995年三年的
  相关数据进行新旧财务会计制度衔接和处
  理，通过对前三年实际数据的测算，旨在分析
  和找出前三年各单位的经济发展规律、速度、
  资产经营状况以及计算出各项指标的全局平
  均水平。以期发现和建立前三年与后五年各
  项指标之间的逻辑（或因果）关系，为确定新
  一轮资产经营责任制各项考核指标提供依
  据。另外对“九五”期间各单位的发展进行初
·步预测，重点研究各单位今后发展的潜力和
  不利因素，在按原则和标准确定指标的同时，
  进行微调。

    通过大量数据的测算分析和根据我局的
实情，对局新一轮资产经营责任制考核指标
的确定，主要按如下原则进行：
    ①、“曲线规律”的原则

    所谓“曲线规律”通俗地解释也就是上下
波动和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地勘单位目前的
发展也是如此，当一个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经
营效率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由于基数加
大等原因，从某种程度和某个阶段来讲，已经
达到了一定的极限，今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
更快，所以在定指标时，让其基本保持过去的
水平，平稳发展，给他一个缓冲的余地。这样

  既合理又可避免“鞭打快牛”。
      ②、发展和增长的原则、

    在定指标时，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和
  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未来，不应定一个负增
  长的指标，同时与“九五”计划和奋斗目标同
  步。

      ③、转亏为盈的原则

      对“八五”期间亏损单位，从1996年开始
  必须转亏为盈，即：在考核时，不考虑弥补过
  去的亏损，当年必须要有盈利，不可能对某个
  单位定一个亏损的指标。
      ④、缩小差距的原则

      从前三年的水平看，各地勘单位差距拉
大，高低悬殊，这是我们在定指标时不愿意看

  到的一种现象，搞资产经营责任制的重要目
的就是要让地勘单位共同发展，同步达到小
康水平。 目前发展水平低的单位的一个最大
优势就是潜力大，所以，在定指标时，最高指
标和最低指标的距离尽量缩小在一定的范围
丙。

    ⑤、“起步价”的原则

    所谓“起步价”即最低标准，在核定指标
时，全局统一规定一个最低标准，任何单位不
得低于这个标准。

    通过以上测算同时表明，在核定和计算
的程序上，也不能过于简单化，必须把多种经
济预测和统计分析的方法综合运用于资产经
营责任制考核指标的核定上，力求做到先进
性和合理性并重。主要方法有：系数法，比例
法，修匀法，水平法，归类法等。

    总之，资产经营责任制作为传统承包责
任制的“更新换代产品气在实施过程中，除不
断完善自身以外，还应处理好与计划管理和
新财务会计制度、设备物资管理、内部合作企
业以及退休养老统筹政策等关系，这样，资产
经营责任制的“换代效应”方能在一个协调、
和诣的氛围里“尽情发挥”。口

        （作者单位：湖北地勘局绘合计划处）


